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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志人物篇之撰寫原則，一為生人不立傳，二為有爭議者不便納入，僅

選取經歷史長流淘選後仍能為後世大多數人認同者，因此詳古而略今。若其

人事蹟影響重大，但已於本志其他相關篇章敘述者，亦不重複收錄於本篇。

各傳主於本地歷史上之重要性無分軒輊，若有篇幅詳略之區分，僅取決於相

關史料留存多寡而已。本篇之編排分為傳、錄兩部分，本地出身而入志者列

於傳，外地出身而在本地做出重大貢獻者收於錄，以傳主出生時間為排序依

據。

第一章　傳

林玉池

　　生於咸豐 10 年（1860）11 月，幼時先受業於邱萃

英，後於名醫林清源處習醫，明治 34 年（1901）通過漢

醫考試後，於員林街開設仁和堂藥舖。林氏樂善好施，不

論貧富之眾，凡病者請診，莫不立應。若有本地貧民無力

繳納稅款，而前來求助者，林氏皆不吝贈款，對貧民患病

者免費施醫，病歿則施棺木，時人尊其號曰「池哥先」。

　　林玉池曾獲推舉擔任員林街衛生組合長、員林國民學

校校務委員，明治 38 年（1905）起，受總督府任命連續

擔任 2 屆員林辦務署員林區長。於區長任內曾捐贈土地供

興建區役場之用，並開闢水源地、興建公墓、重修廟宇，先後捐贈共 20 甲田

地作為福寧宮之廟產， 1 至今地藏庵內尚存有「林玉池先生紀念碑」。

　　林氏卒於昭和 4 年（1929）3 月 16 日，地方人士咸感哀悼，患病者常夢

見「池哥先」為其診治，以致墳場草木皆為患病者所摘取，由此可知其醫德

1 謝蕭味口述，陳逸達採訪。謝女士為林玉池外孫女，其夫為謝協源行第 3 代謝明堂。

圖 9-1-1　林玉池

（取自《台灣人士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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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望之盛。長子林天定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獲醫學

博士銜，曾於東京大學任教。2

賴永

　　生於同治 8 年（1869）8 月 7 日，燕霧下堡南平庄

人，曾任保正 3 年，時為員林公學校校務委員。大正 3

年（1914）11 月，余清芳事件重要領導人之一羅俊遣代

表鄭龍自廈門來台，賴氏為其籌集資金，交鄭龍帶回。

同年 12 月，羅俊來台，至南平庄訪賴氏，召集同志賴

宜、賴楚、賴西、蕭大成開會。賴永曾親至台南訪視余

清芳未遇，後由弟賴淵國負責聯繫。余清芳事件（西來

庵事件）結束後，兄弟 2 人於大正 4 年（1915）6 月 1 日

被捕，賴淵國於 6 月 16 日死於台中監禁處，賴永在 9 月

6 日於台南監獄處死。同案被判刑者尚有游拱、黃天。3

江俊傑

　　同治 12 年（1873）6 月 28 日出生，為三條圳地方耆老，漢學修養深

厚。明治 31 年（1898）進入員林辦務署服務，明治 38 年（1905）擔任土地

整理委員會委員及三條圳保正，明治 43 年（1910）出任員林街衛生組合副組

合長，對改善本鎮衛生水準有重大貢獻。

　　大正 3 年（1914）員林信用組合成立，江俊傑即擔任常務理事，直到昭

和 10 年（1935）退休，前後達 21 年之久。大正 8 年（1919）被推選為員林

保甲聯合會長，大正 11 年（1922）出任官派員林街協議會員。江俊傑在員林

信用組合任內十分注意員工福祉，經營手腕高明，是員信經營成功的重要人

物之一。

張芳振

　　同治 13 年（1874）8 月 9 日生，幼年時隨萬年庄秀才高順進讀書，漢學

修養甚高。光緒 18 年（1892）起經營中藥材批發生意，明治 31 年（1898）

2 賴熾昌，《彰化縣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676-1677。
3 游拱生於光緒 5 年（1879）1 月 4 日，住員林街 239 番地，賴宜妻弟，判處有期徒刑 9

年。黃天生於光緒 16 年（1890）2 月 12 日，住東山莊 612 番地，判處有期徒刑 9 年。

圖 9-1-2　 地藏庵內林玉池先生紀念

碑（陳逸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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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萬年庄保正，明治 38 年（1905）擔任土地整理委員會委員，大正 2 年

（1913）出任柴頭井保甲聯合會長，大正 8 年（1919）兼任柴頭井農業組合

長，次年兼任萬年區總代，昭和 4 年（1929）兼任員林街第 23 保保正。張氏

同時兼任多項公職，是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昭和 3 年（1928）11 月 16

日獲總督府授獎，表揚其連續擔任保正 25 年以上之辛勞。

江秋陽

　　生於光緒 6 年（1880），為江淵龍之次子，家境富裕，

自幼勤敏好學，明治 29 年（1896）時曾至華北及滿州等地

旅行，以求增廣見聞。明治 40 年（1907）出任米穀商組合

評議員，其後陸續擔任員林果物販賣組合常務理事、員林

街協議會員、員林保甲聯合會長、台中州協議會員等職。

江氏為員林信用組合創辦人之一，並出任專務理事之職。

　　江秋陽熱心地方公益事務，除贊助文化活動之外，特

別注意教育興學，許多學子獲其資助完成學業。他喜愛旅

行，曾遊歷日本、滿州、南洋、中南半島等地，對員林地

區的實業開發提出不少新穎建議。

張清華

　　光緒 10 年（1884）12 月 7 日生，燕霧下堡員林仔街

人（今隸屬員林鎮），其父張紹乾為清末本地大地主，因

此自幼受到良好的漢學教育，受業於庠生江捷元。

　　明治 31 年（1898），張清華入讀員林公學校速成科，

畢業後經營木材業，明治 38 年（1905）出任彰化銀行創

立委員。明治 40 年（1907）起擔任員林街第 1 保保正，

同時出任員林保甲聯合會會長，在地方上聲望卓著。大正

8 年（1919）任埔心區長，隔年改任第 1 屆員林街長，至

昭和 10 年（1935）11 月退休。4

　　張清華在 16 年街長任期內完成許多重大建設，例如大正 13 年（1924）

配合員林郡役所於出水坑籌建自來水廠，並由員林街役場負責管理，使本鎮

4 趙水溝，《員林郡大觀》（員林：台灣新民報社，1936），頁 245-246。

圖 9-1-3　江秋陽

（取自《員林郡大

觀》）

圖 9-1-4　張清華

（取自《台灣人士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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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條件大幅提升。由於前一年東京大地震時，都市公園發揮了很好的救災

效用，張清華遂極力爭取長期租借興賢書院地產作為公共公園，並掘池儲水

以備救災之用，即為目前鎮公所前的員林公園，至今仍為本鎮最重要的都市

綠地。5 大正 14 年（1925）10 月完工的自來水道建設即延伸至員林公園，設

立管理站及游泳池，今日仍可見當年的水管遺跡。

　　張清華任內注重興辦學校普及教育，大正 12 年（1923）設立員林公學校

柴頭井分教場及員林小學校，次年增設員林公學校高等科。除公辦教育事業

之外，張清華也在自宅內設漢學講堂，聘請老師到府教導張姓子弟，人稱街

長官邸漢學堂。

　　在政治生涯之外，張清華也是一位重要的產業界領袖，除了在水裡坑開

設的秋田製材商會經營情況頗佳之外，於大正 3 年（1914）出任羊豬仲買組

合長、果物容器販賣信用組合長，大正 10 年（1921）出任員林街農業組合

長、員林信用購買組合長，大正 11 年（1922）出任台灣殖產株式會社取締

役，大正 15 年（1926）合資創辦員林製冰株式會社，大幅提高本地青果業和

農產品加工業的競爭力。張清華服務地方多年，獲台灣總督府頒發勳章，於

民國 37 年（1948）6 月辭世，享年 64 歲。

曹芊

　　光緒 11 年（1885）8 月 6 日生，東山庄人，幼時隨曹盛寶研習漢學，有

天生商才之美譽，明治 42 至大正元年間（1909~1912）擔任「台灣青果物輸

出會社」支店長。大正 2 年（1913）出任東山第二保保正，2 年後擔任東山

保甲聯合會長，大正 9 年（1920）出任民選員林街協議會員，大正 10 年

（1921）擔任員林農業組合評議員，大正 12 年（1923）任八堡圳水利組合評

議員，大正 15 年（1926）任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

張海林

　　光緒 16 年（1890）10 月 2 日生，漢學造詣深厚，公學校畢業後入台灣

總督府糖業試驗所研習，大正 2 年起（1913）任職東洋製糖會社，同年獲聘

為湳雅改良書房（南平書房）教師。半年後離職赴桃園從事糖業，大正 8 年

5 代理鎮長蕭昌福訪談資料。他表示此為轉述前鎮長林朝業之回憶。薛琴，《員林鎮三級古

蹟興賢書院現場清理保存計畫報告書》（員林鎮公所主辦，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承辦，

2001），頁 61 中亦有相同的林朝業口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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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回到中部經營糖廍及甘蔗農場，大正 9 年至昭和 10 年間（1920~ 

1935）出任官派員林街協議會員，亦曾擔任員林信用組合常務理事。

曹盾

　　生於光緒 19 年（1893）1 月 13 日，員林街東山人，自幼聰敏好學，漢

學基礎深厚。由於身為農家子弟，特別重視農業技術的改良，經常在學得新

知後即轉授其他農民，深得人望。

　　大正 14 年（1925）起擔任東山保正，在保甲事務和農業推廣上有長足貢

獻。昭和 11 年（1936）擔任員林滿蒙出荷組合常任副組合長。

賴松

　　生於光緒 20 年（1894）5 月 3 日，大正 10 年（1921）

畢業於台北醫專，曾任大村公學校公醫，大正 13 年

（1924）回員林開設慈惠醫院，並擔任街役場公醫，甚得

地方民眾信賴。

張清柳

　　約光緒 18 年（1892）生，明治 45 年（1912）年於台

北農事試驗場修業完成，曾任公學校教員，其後擔任員林

街教化委員，昭和 13 年（1938）任員林信用組合監事，昭和 14 年（1939）

出任員林街役場會計役，隔年升任助役。戰後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於楊陶擔

任街長及鎮長期間出任助役及副鎮長，楊陶轉任省參議員後，補選為第 2 任

間接選舉鎮長，未完成任期即因故離職。

張春成

　　光緒 19 年（1893）1 月 24 日生，張清華之侄，在第一市場附近經營新

鼎元商行，販售山地物產及五金。昭和 2 年（1927）擔任員林信用組合評定

委員，昭和 5 年（1930）擔任員林街第 6 區委員，隔年出任員林商工會理

事。昭和 10 年（1935）初擔任員林街第 6 保保正，同年 11 月出任民選員林

街協議會員。

圖 9-1-5　賴松

（取自《員林郡

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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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錫清

　　光緒 19 年（1893）6 月 2 日生，體格強健，相貌端正，個性豁達，《員

林郡大觀》評其為「男性之典型」。大正 4 年（1915）結業於台北工業講習

所，進入台灣總督府土木局任職，隔年辭官回到員林，經營青果輸出貿易。

曾任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台果利用組合（職位不詳）、員林容器購買

組合理事及監事、員林香蕉公司（職位不詳）、中部台灣青果物仲買組合評議

員。昭和 3 年（1928）任員林柑橘西瓜同業組合副組合長，昭和 8 年

（1933）辭去副組合長之職，自行開設台員農園。昭和 9 年（1934）擔任官

派員林街協議會員，昭和 10 年出任民選員林街協議會員，二次大戰後曾擔任

第四、五、七屆鎮民代表。

張清寅

　　光緒 19 年（1893）8 月 12 日生，田中央庄人。大正 7 年（1918）擔任

關帝廳區（今永靖）書記，大正 9 年（1920）擔任永靖庄協議會員，隨後擔

任永靖庄助役 4 年。辭官後至二水庄經營代書業，昭和 2 年（1927）回到員

林，在南門一帶開業，為本地頗具人望之代書士。

張湖

　　明治 32 年（1899）1 月 15 日生，教員養成講習所結業後於員林公學校

任訓導心得，後轉任大埔心區書記。大正 9 年（1920）出任員林街役場會計

役，大正 14 年（1925）任員林商事株式會社取締役，大正 15 年（1926）任

員林信用購買利用組合監事，同年 10 月出任官選員林街協議會員。昭和 2 年

（1927）出任八堡圳水利組合評議員，昭和 3 年（1928）任員林街市街改正

委員及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代議員。昭和 6 年（1931）任台灣青果同業組合

聯合會評議員，昭和 9 年（1934）任員林信用購買利用組合常務理事，昭和

11 年（1936）任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昭和 15 年（1940）任員林信

用購買利用組合長，為本地聲望卓著之實業家。戰後與顏克中、楊金豹共同

籌設華豐輪胎，今日已成為台灣橡膠業重要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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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纘禹

　　明治 33 年（1900）7 月 28 日生， 6 三條圳人。昭和 3 年（1928）在本地

開設和服店，其後擴展為規模甚大之百貨商行生美商會。昭和 8 年（1933）

擔任員林街第 4 區教化委員，昭和 10 年（1935）任員林街第 5 保保正及員林

街第 5 區總代，同年出任民選員林街協議會員，昭和 11 年（1936）任員林信

用組合監事。日治末期赴大陸地區，與國民政府取得聯繫，戰後返回本地協

助接收，於民國 38 年補選為第 3 任間接選舉鎮長，任期至民國 40 年

（1951）6 月 30 日，民國 43 年（1954）3 月起出任本鎮第 2 屆民選鎮長。

許石頭

　　明治 34 年（1901）12 月 22 日生，號蘊山。最初於本地經營肥料行同成

商會，年賺數萬日圓，大正 8 年（1919）起擔任員林金融公司主事，大正 10

年至 13 年（1921~1924）任坡心庄書記，離職後隨名儒黃溥造研讀漢學 10 年

之久，成為台灣文壇重要詩人，作品特色明快優美。昭和 7 年（1932）擔任

方面委員，昭和 8 年（1933）任教化委員，昭和 9 年（1934）任官派員林街

協議會員，昭和 10 年（1935）任員林街會計役，昭和 11 年（1936）任員林

街教育委員。許氏漢學造詣深厚，歷年公職生涯中推行社會教化不遺餘力，

曾獲台中州知事表彰其功。

曹火爐

　　明治 35 年（1902）11 月 18 日生，東山庄人。公學校畢業後於員林街大

通（大街，今中正路）開設銀樓乾得堂。多年來篤實經商深獲人望，昭和 10

年（1935）年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民選員林街協議會員。

高有生

　　明治 36 年（1903）9 月 26 日生，畢業於員林公學校。大正 9 年（1920

）起任職於大安堂西藥房，大正 14 年（1925）自行開設高壽堂藥房。高氏才

幹甚佳，接連通過考核取得製藥、西藥批發、中藥批發等許可，曾經是當時

本地規模最大的藥房。

6 此處採用昭和 12 年版《台灣人士鑑》頁 110 之記載，另有《員林郡大觀》頁 262 記載為

1899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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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慶森

　　明治 37 年（1904）2 月 10 日生，三塊厝人。大正 9 年（1920）畢業於

員林公學校，大正 12 年（1923）畢業於台灣商工學校，隨後短暫任職為員林

容器購買組合書記。昭和 2 年（1927）擔任員林聯合壯丁團團長、員林街第

2 區委員、員林街教化委員。昭和 9 年（1934）擔任官派員林街協議會員，

昭和 10 年（1935）出任民選員林街協議會員。

張良慶

　　明治 38 年（1905）生，彰化縣員林鎮大饒里人，父張

尚錦。張良慶自台北開南商工會計科畢業後，即進入員林街

役場服務，逐步升到「三頭」－會計役，位階僅次於街長、

助役。

　　民國 39 年（1950）參加第 3 屆鎮民代表選舉，順利當

上代表會主席。民國 40 年（1951）6 月全國同步舉行鄉鎮

市長選舉，員林無人當選。同年 6 月 17 日舉行第 2 次鎮長

選舉，由江火社當選，稍後被台中法院判當選無效。縣政府於 11 月 21 日派

自治指導員劉翠濤代理鎮長，年底舉行第 3 次鎮長選舉，無人當選。次年

（1952）舉辦第 4 次選舉，由張良慶當選，於 2 月 18 日就任為首屆民選鎮

長，7 是本鎮唯一曾擔任過鎮長及代表會主席者。

　　張良慶在 2 年鎮長任內，嚴拒關說，拒絕樁腳之無理請託，力求清廉名

聲。有親屬在本鎮經營文具業，張良慶不許鎮公所與其有業務往來，亦不讓

親屬在公所任職，即使是官派分發也不行。長子張永杉當時擔任縣議會書

記，認為父親的作風一定會得罪部分地方人士，後來政敵果然藉張耀宗米行

倒閉案，誣告他貪污，但最終平息風波，還其清白。卸任後，彰化水利會會

長李功垂延攬他擔任總務主任，後又以其會計專長擔任味全食品公司稽查，

60 歲辭職回鄉種田，81 歲辭世。

江火社

　　明治 41 年（1908）12 月 24 日生，為江姓望族子弟，曾留學日本，畢業

於日本大學電器科。返台後先於明潭發電廠擔任工程師，戰後在本地擔任保

7 邱美都，《萬年火燒庄》，頁 173。

圖 9-1-6　張良慶

（張永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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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里長，民國 38 年（1949）擔任副鎮長。

　　民國 40 年（1951）參選第 1 屆直接民選鎮長，勝選後遭人檢舉，指其於

競選期間殺豬請客，同年 10 月 8 日台中地方法院以 80 元屠宰稅稅單為証

據，判決江火社賄選，當選無效。江火社當年兼營屠宰業，家中有屠宰稅單

實屬正常，識者多感不平，咸信因選舉恩怨遭誣陷。

　　民國 45 年（1956）江火社又因張曼玲等叛亂案牽連， 8 警備總部雖未於其

家中搜出任何證物，仍被判入獄，在綠島囚禁 10 年，出獄後回本鎮開設極光

電器行，晚年避居高雄縣鳥松鄉，不再和本地親友聯繫。張曼玲等叛亂案目

前已被定位為白色恐怖時期冤案，應還其清白。江火社於民國 98 年（2009）

2 月辭世，享年 101 歲。

張銅水

　　明治 42 年（1909）8 月 12 日生，本地殷商張火炎之子。9 昭和 2 年

（1927）畢業於台灣商工學校商科，繼承父業經營勝德商行。昭和 7 年

（1932）出任員林商工會理事，昭和 8 年（1933）擔任員林街第 7 區委員，

同時擔任部落振興會會長、教化委員等職，公餘時間則熱心參加貧民救助及

保護管束等公益事業，為當時頗具聲望之青年實業家。

張達 10

　　生於明治 42 年（1909），曾入台中產婆學校接受教育，畢業後回到員林

任職於員林鎮信用組合，後與該組合經理劉天巽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台灣總督府於昭和 17 年（1942）發動全台普遍徵兵，男性多派遣隨軍，

女性則送去負責醫護工作，張達當時被強徵至海南島海口市海軍總醫院擔任

護士長兼醫務員。

　　張達在海南島看盡日軍的殘酷暴行，壓抑不住其胸中民族熱血的怒濤洶

湧，遂與當地抗日游擊隊（保山團瓊山縣游擊隊）暗中連絡，多次提供醫療

器材，使游擊隊缺乏物資的困境獲得紓解。後因日人起疑，遂調至三亞西松

8 國防部軍務局檔案 0039/1571/11236018/172/084、0039/1571/11236018/172/085、0039/1571/ 
11236018/172/089、0039/1571/11236018/172/090、0039/1571/11236018/172/091。

9 經營海產批發業勝德商行，因營業規模為業界之冠，被推舉為中部海產物問屋業協會會

長。
10 1990 年版《員林鎮志》，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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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醫院。

　　調職之後，日人對張達的疑心並未稍減，情況越來越危急，遂策動數十

位台籍日軍於昭和 19 年（1944）2 月 22 日攜帶大批醫療物資起義，投向游

擊隊陣營。張達在游擊隊中發揮醫療專長，獲得了「游擊之母」的雅號。隔

年戰爭結束後，張達繼續在海南島從事醫療服務，獲聘為崖縣公立醫院高級

醫務員，民國 37 年（1948）才榮歸故里，在本鎮掛牌執助產士業，深受地方

父老推崇，並於民國 45 年（1956）獲頒陸海空軍褒揚狀。11 張女士的子女均

服務於教育界，晚年享盡兒孫繞膝之福，於民國 69 年（1980）旅行途中辭

世，享年 71 歲。

　　張達過世後獲得政府旌忠表揚，於民國 75 年（1986）追贈為陸軍少尉醫

官，12 民國 76 年（1987）獲頒旌忠狀，13 同年 9 月 3 日軍人節入祀忠烈祠。

柳金木

　　生於明治 43 年（1910），員林人，員林公學校畢業後考上台北商專，15

歲起拜林天爵為師，習漢學、詩詞、書法、繪畫。大正 13 年（1924）時林天

爵趁著整修興賢書院的機會，興建了 2 座庭球場（軟式網球），組建員林庭球

團倡導運動風氣。當時台灣選手可參加的比賽有 3 種：14

　　1. 全台灣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大正 13 年（1924）為第 1 屆。

　　2. 支部對抗軟式庭球大會。由台灣體育協會主辦，大正 13 年（1924）為

第 1 屆。

　　3. 明治神宮國民體育大會台灣預選會。台灣從大正 15 年（1926）的第 3

屆明治神宮大會才開始派代表參加。

　　柳金木從大正 14 年（1925）開始學習庭球（時年 16 歲），雖無專人指

導，但是憑著天賦和苦練，1 年後即代表台中州獲得支部對抗賽冠軍。昭和 2

年（1927）起，柳金木在全台灣軟式庭球選手權大會中，勇奪 4 次單打冠

軍，5 次雙打冠軍，15 在第 7 屆及第 10 屆的比賽中，獲得單打、雙打雙料冠

11 褒揚狀字號：（45）選運家字第 0369 號。
12 追贈字號：台贈字第 551 號令。
13 旌忠狀字號：旌字第 0902 號。
14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數位博物館。
15 張碧霞，《走入員林街仔》，頁 102。林玫君、楊聯琦，《台灣軟網球聖－柳金木》，（台

中：台中技術學院，2005）亦有相同記載。另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數位博物館資料記載為

3 次單打冠軍、4 次雙打冠軍，此處以張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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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此外，從第 4 屆明治神宮體育大會起，他就入選為台灣代表，一直到昭

和 15 年（1940）第 11 屆受戰爭影響中斷為止，連續 8 次代表台灣參加明治

神宮大會，多次擊敗日本選手獲得冠軍。林天爵見到學生允文允武，有這樣

出色的表現，特別創作一首詩贈送給柳金木：

全島庭球開賽會，健兒來集若雲霞；龍爭虎鬥挺威武，奪幟奇能萬眾誇。

　　柳金木在練球和比賽之餘經常義務性指導選手，四處奔波，後輩許多國

手都是他的學生。他在員林街上開設金木運動具店，以此維生，戰爭爆發

後，運動風氣一落千丈，無法經營下去。戰爭末期飽受空襲之苦，於是疏散

至南投信義鄉，購 4 甲地種植香蕉。由於當地衛生條件較差，柳金木不幸染

上惡性瘧疾，因戰爭之故缺乏妥善醫療，於民國 35 年（1946）辭世，年僅

37 歲，不僅員林痛失人才，也是台灣體壇的遺憾。

曹連美

　　生於大正 7 年（1918），東山庄人，父親為曹芋頭。

　　曹連美號稱芭樂大王，起因於民國 40 年代，他因緣

際會幫忙當時員林鎮農會總幹事曹永賢整理芭樂園，曹永

賢經常引進國外新品種，曹連美有天發現，整片芭樂園中

有株芭樂與眾不同，不但品質優異，且每月都能源源不絕

產出果實，「東山月芭」之名由此而來。

　　曹連美將這株改良種嫁接後大量種植，使東山月芭發

揚光大，成為人們口中的芭樂大王。其後移居鎮興里，16 帶動員林人跟著種芭

樂，鎮民因此賺大錢。

　　曹連美培育的東山月芭改良種，不但品質好，甜度高、口感佳，加上每

月都能採收，因此在民國 54 年（1965）榮獲彰化縣芭樂比賽冠軍及全省芭樂

比賽冠軍。17 只要是曹連美的芭樂，在台北的菓菜市場都能以高價賣出。曹

連美稍後又培育出長型的「梨仔拔」，一直到民國 70 年代，才被泰國芭樂取

代。目前員林芭樂優良品種輩出，如世紀、珍珠、香水、帝王等，各領風騷。

　　曹連美極重視地理風水，在犁壁山附近預先興建美侖美奐的墓園，取名

曹家連美花園。長子曹金龍提及，曹家開台祖媽曹何慈發及其 4 子曹朝宰，

16 黃錦昌口述，張嘉政採訪，2009 年 1 月 17 日。
17 《聯合報》（台北），1993 年 4 月 27 日，大台中版。

圖 9-1-7　曹連美

（曹金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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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葬在「蒼鷹搏兔」穴，庇蔭後代子孫，目前曹家開台祖塋已被政府列為縣

定歷史建築，並接受台灣省地理師協會的建議，以堪輿學的角度作整體規

劃，完工後將是研究地理風水的絕佳教材。

張献章

　　生於大正 14 年（1925）5 月，萬年庄人，

父親為張德。張家父祖輩即以製仙草為業，傳

到張献章時，他別具慧心，將製仙草技術發揚

光大，是員林地區製仙草的第一把交椅，人稱

「仙草伯」。

　　民國 74 年（1985），本鎮泰山企業計劃開

拓飲料市場時，看上「仙草」的發展潛力，有

意生產仙草加工品－仙草蜜，但是技術人員多次嚐試均無法讓鬆軟的仙草具

備「硬」、「Q」的口感，遂由泰山企業廠長張清淇牽線，請張献章協助開

發。由於當時年事已高，乃指派次子張國清前往指導。張國清所製仙草的 Q

度、硬度均合乎要求，讓泰山企業大為滿意，立刻在田中鎮建造專用廠房，

請張國清駐廠監督生產。

　　泰山仙草蜜滋味、口感絕佳，深獲顧客喜愛，因此一炮而紅，掀起仙草

蜜熱，台灣各大食品廠紛紛跟進生產同類產品，行銷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

均可見到這項產品，可說是華人的世界性飲料。

圖 9-1-8　 張献章夫婦（張國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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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世榜

　　康熙 10 年（1671）年生於福建晉江，後隨父親施東來台，落籍鳳山縣，

康熙 36 年（1697）選為鳳山縣拔貢生。施東來台之始就看出彰化平原的開發

價值，他先以鳳山盛產的蔗糖從事對日貿易，致富後再將資金投入開墾彰化

平原，至遲在康熙中業已成為此地最大的墾首，平原西半部土地幾乎都是施

家產業。施東去世後，施世榜繼承父業，向官府申請成立施長齡墾號，著手

開發員林、大村、花壇、埔心及社頭一帶。為取得穩定的水源，施世榜於康

熙 48 年（1709）起開築水圳，計劃從東南方引濁水溪向西北灌溉。歷經 10

年，於康熙 58 年（1719）竣工，稱之為施厝圳。雍正年間彰化設縣，境內

13 堡半地面中有 8 堡為其灌溉區，故又稱八堡圳。

　　朱一貴事件發生時（1721），施世榜協助官府平定局勢，因功授職到福建

任官，不久回台繼續經營開墾事業，於今日的台中彰化交界處修築福馬圳，

供應北彰化地區灌溉用水，父子兩人均為彰化開拓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施

世榜於乾隆 8 年（1743）辭世，享年 73 歲。

張顯謨

　　生卒年不詳，字卓徽，廣東饒平人。因家貧負債，20 餘歲時和兄長一起

渡海來台經商致富。寓居員林時，購置員林街東畔空地作為義塚，並邀集地

方人士在此興建大眾廟，此舉傳誦至今。生 2 子張寬、張實，都獲得生員功

名。18

曾拔萃　邱海　邱萃英 19

　　嘉慶 12 年（1807），武東堡、武西堡、燕霧下堡之讀書人廩生秀才組成

興賢社，募金 2 萬在員林街興辦社學，1 萬用以興建教室，1 萬置學田。20 道

18 賴熾昌，《彰化縣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738。
19 3 人皆為興賢書院重要關係人。
20 張瑞和，〈員林興賢書院二百年之回顧〉，頁 53-54。資料引自昭和年間《台中州寺廟台

帳•員林街•興賢書院》，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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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3 年（1823），曾拔萃在此捐建專門祭祀文昌帝君之廳舍，是為文昌祠。曾

拔萃為燕霧上堡白沙坑人，生卒年不詳，名列嘉慶 24 年（1819）恩貢，為燕

霧上堡鄉民仕紳的領導人。道光 12 年（1831）成書之周璽《彰化縣志》中，

曾拔萃列為「總理志局事」，對縣志編修工作貢獻良多。員林街社學主要招收

鄰近 5 街庄學子，以學田收入聘僱講師，並設有值年爐主制度，負責定期舉

辦文昌帝君祀典，負責管理社學之團體應即為興賢社。員林街社學至遲在 19

世紀中期之前已被稱為興賢書院，顯示其與興賢社之密切關係，意即興賢社

所辦理之書院。永靖忠實第的邱耀榮、邱萃英均曾為書院掌事。

　　光緒年間有廣東省潮州府廩生邱海來台，生卒年不詳，忠實第耆老邱創

國認為其人應是邱耀榮之孫，邱海亦非本名，以其渡海來台而名之。邱海先

在永靖苦苓腳（今瑚璉村）講學，其宅俗稱學仔邸，其後於員林街興賢書院

設帳授徒。邱海無嗣，過世後將財產均捐給書院，後人於昭和 3 年（1928）

設靈位紀念之。黃溥造曾作〈邱海先生祭文〉：

…致祭於　邱海先生之神座前曰：粵維鯤嶋，鄭氏開荒，文明肇

啟，功紀太常，維茲員林，南北中央，先生戾止，文幟斯揚，遍栽

桃李，爛漫盈牆，推重典禮，載祀文昌，遺風既渺，墜緒微茫，功

則在伊誰敢忘，廟堂鐘鼓，祀事方將，瞻仰先型，用奠一觴。伏維

尚饗。21

　　邱萃英為永靖人，生卒年約為道光 5 年（1825）至光緒 23 年（1897）。

咸豐 5 年（1855）赴廣東省參加鄉試，次年成為台灣府學廩膳生，同治 2 年

（1863）因勸降戴潮春有功，獲賜五品藍翎及候選訓導，光緒 2 年（1876）

考取丙子科台灣府第 1 名歲貢生，為當時大員林地區功名最高者。興賢書院

自邱海辭世後即無人講學，屋宇不修，日漸沒落，邱萃英於光緒 7 年

（1881）時與鄰近 5 街庄士紳蕭貞吉、賴萬青、江登甲、陳有光等人發起募

款，得金 3 千元改建書院，22 邱萃英親任院長重開講堂，賡續前賢文風。

21 嚴亞寧，《員林興賢書院之研究與修護計畫》（台北：漢光建築師事務所，1990），頁 99。
22 《台中州寺廟台帳•員林街•興賢書院》，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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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孜業 23

　　生於咸豐元年（1851），原名重烈，諱克纘，字孜業。其父黃中州，字永

奠，在彰邑（彰化市）設帳授徒，因黃孜業自幼視力不佳，不利於科考，遂

不許他讀書，經親友勸說後才說服父親。受教機會得來不易，黃孜業更加努

力學習，終至通達五經四書及百家典籍。

　　黃孜業於光緒 5 年（1879）開始授徒，10 年後生下黃溥造，光緒 21 年

（1895）南遷，先後住過嘉犁、埔心埤霞、埔心梧鳳，明治 33 年（1900）遷

至員林湖水坑，往後 10 年均在此間設帳授徒，設有湧泉巖湧泉書房和集興宮

書房，作育英才無數。集興宮仍留有黃溥造親筆柱聯：

講學明經昔日曾為鹿洞；安居樂業此間別是桃園。

　　彰化國學研究會理事長吳五龍為湖水坑人，他表示其父與黃溥造均在此

就學，員林文化之起源即在黃孜業的教化，以詩作〈員林文化起源〉讚之：24

孜業先儒智過人，推行漢學歷艱辛；聚居湖水培桃李，遷徙員林毓

鳳麟。

溥造肇基名不朽，興賢創社志無倫；文風鼎盛菁莪育，鄒魯遺徽懋

績陳。

　　大正 8 年（1919）移居埔心，昭和 3 年（1928）辭世，享年 78 歲。

謝媽春

　　咸豐 11 年（1861）10 月 5 日出生於大陸地區，20 餘歲時渡海來台發

展，於員林開設謝協源行，專營中藥材及木材進出口事業。謝協源行於昭和

11 年（1936）已成為台灣中部地區最重要的中藥材批發行，資產高達數十萬

日圓，並擔任員林藥種商組合長，其子謝金元、謝元德、25 謝裕君亦為商界成

功人士。

23 張瑞和，《興賢吟社研究》，頁 34-36。
24 吳五龍，〈員林文化起源〉，《彰化藝文》，第 35 期（彰化：2007），頁 66。
25 謝元德為日治時期員林鳳梨罐頭事業的重要人物，請參閱本志經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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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爵

　　生於光緒元年（1875），字修其，號古愚，彰化永靖

人。父林景，是彰化諸生，早逝。天爵天資穎異，8 歲

時，曾經為舅父畫像，又畫〈四愛圖案〉於壁上，獲得舅

舅的欣賞喜愛，教他識字。就讀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

部時，以半畫半讀賺錢供養母親。畢業後擔任彰化第一公

學校職員，也曾獲得鴉片煙販賣許可。專攻詩、書、畫，

尤其擅長人物畫，初學芥子園，後學揚州八怪之一黃慎的

畫風。26 大正 9 年（1920）應聘興賢書院教席，遷居員林。

　　大正 14 年（1925），興賢書院改建，林天爵彩繪書院中門「加冠」「晉

祿」門神，及「瑞光聯斗」「宏開景運」2 匾額，又書寫柱聯 2 副：

帝命無私，祇藉文章為玄聖；君才有用，當資學問作經綸。

興不待文王，超然豪傑之士；賢必如顏子，允矣聖人之徒。

　　日人禁教漢文後，林天爵起初忿憤不平，據理力爭，後來體會到「聖道

而日月經天，豈復一時雲翳所能遮蔽者乎？」遂不再爭辯，每日以書畫自娛。

　　林天爵除詩畫造詣極高之外，對推行體育活動亦相當熱心，興賢書院改

建時，在他極力主張下，將書院前水池填平建成網球場 2 座，培訓選手參加

各級比賽，以柳金木為首接連獲得佳績，使本鎮成為軟式網球的發祥地。

　　昭和 10 年（1935）1 月 21 日林天爵辭世，享年 60 歲，相知文士於同年

集結林氏作品出版《古愚書畫稿》。

施榮

　　生於光緒 7 年（1881）12 月 19 日，出身彰化郡鹿港街，明治 41 年

（1908）來到員林經營農產品運輸業。由於他對顧客親切誠實，配送貨物也

26 黃慎，初字恭懋，後又改字恭壽，號東海布衣，福建汀州（寧化）人，清代揚州八怪之

一。黃慎幼年家貧，父親早故，他為了贍養母親，決心學畫，作一名職業畫家。所以黃慎

起先學的是人物肖像畫，可以保障家庭的收入。稍長，黃慎離開家鄉，遠遊江南各地，在

10 年的遊學中，他開闊了眼界，提高了畫藝。雍正初年，黃慎到揚州，以賣畫為生。此

後他來往於揚州、南京、福建諸地。他擅長畫人物、山水和花卉，畫風豪放又不失規矩，

署款多作草書，風格獨特，與他的畫作十分吻合。乾隆以降的廈門一帶畫家頗受其畫風影

響，連帶傳播至台灣畫壇。《福建省廈門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復刻版），頁 289。

圖 9-2-1　林天爵

（取自《台灣人士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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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快速準確，使其業績傲視同業，曾有單月輸出大連地方貿易金額超過 6

萬日圓的驚人成績，是員林茁壯為中部地區農產運銷重鎮的重要推手。在地

方上的人望甚佳，亦長年兼任保正之職。

李俊黨

　　生於光緒 11 年（1885）9 月 10 日，溪湖人，大正 9 年

（1920）出任溪湖庄助役、溪湖信用組合監事。助役退職

後至員林街開設德壽堂西藥房，在本地頗得人望，遂於昭

和 2 年（1927）出任員林街協議會員，昭和 9 年（1934）

出任員林商工會長，次年兼任員林街第 7 保保正，深受台

灣總督府器重，奉派出任官選員林街協議會員，昭和 11 年

（1936）任員林街財政委員，其後任員林建築信用組合長。

黃溥造
27

　　生於光緒 15 年（1889），字鏡軒，號太湖室主人，彰邑（彰化市）人。

家學淵源，祖父黃永奠、父親黃孜業都是塾師，叔父黃重熙是彰化縣儒學生

員，可謂書香世家。

　　黃孜業於明治 30 年（1897）至大正 8 年（1919）間在湖水坑教授漢學，

黃溥造與吳以（吳五龍的父親）等人在此紮下深厚根基，大正年間學成後即

協助父親教授漢學。

　　明治末年，黃溥造參與蘭社活動，為社員中活動力最強者，屢次被推為

詞宗，亦應邀參加霧峰萊園櫟社活動。大正 9 年（1920）因漢學造詣深厚、

聲名遠播，受興賢書院管理人之邀，至興賢書院開設蘭齋塾學。大正 13 年

（1924）與另一塾師林天爵（古愚）及當地詩人蕭如松、陳占名、張廬山、

林永盛（夢九）、詹作舟等人，共同發起成立興賢吟社，被公推為社長。興賢

吟社在他的帶領下走向興盛，度過慘澹的日治末期，到了民國 43 年（1954）

恢復正式活動時再度被推舉為社長。

　　黃溥造於傳統詩詞之外，亦擅長撰寫傳記碑文序言等文章，有多篇佳文

傳世，如〈林古愚先生傳〉、〈重修地藏庵紀念碑〉、〈許蘊山君令堂賴孺人八

十壽序〉、〈編纂彰化縣志緒言〉等。黃溥造也工於書法，鎔鑄各大書法家的

27 張瑞和，《興賢吟社研究》，頁 131-133。

圖 9-2-2　李俊黨

（取自《員林郡

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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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自成一體，大員林地區的知名商家和廟宇，還保存著許多他題字的匾

額。晚年深研佛法，於民國 36 年（1947）撰《金剛波若波羅密多經淺註》分

贈友人，並為大村鄉昭盛宮發行的《慈航寶鑑》親校平仄及押韻問題。

　　晚年定居廣寧宮前自宅，民國 48 年（1959）辭世，享年 71 歲。哲嗣黃

濟清出版《黃溥造先生榮哀錄》，並承繼父志，在日本創設鏡軒學院，宏揚漢

學教育文化。

黃美玉

　　生於光緒 15 年（1889）3 月 22 日，為彰化郡花壇庄中庄望族後代，自

幼受漢學教育，14 歲入公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因其父為著名的中醫師，遂於

公學校畢業後北上就讀台灣總督府專門醫學校，25 歲時考取醫師資格，即來

到員林開設紫雲醫院。

　　黃醫師醫術極佳，專精小兒科，深受地方人士信賴，紫雲醫院前經常可

見滿是幼兒，候診處哭聲震天。昭和 10 年（1935）年擔任員林街黃氏宗親會

會長。

葉光前

　　生於光緒 16 年（1890）2 月，鹿港人，大正 4 年（1915）畢業於台灣總

督府專門醫學校，先至打狗醫院見習（高雄），隨即轉至台灣紅十字醫院進

修，然後回到鹿港開業。

　　大正 10 年（1921），應員林街役場聘請擔任各學校校醫，兩年後成為本

地公醫，由於醫術深湛，很得人望，由大正 15 年（1926）起連續擔任多屆員

林街協議會員，對地方公共事務多有建樹。其妻葉黃鵲喜曾擔任第四屆省議

員。

詹作舟 28

　　生於清光緒 17 年（1891），本名阿川，字作舟、又字臨川，號潛園，自

宅也稱潛園，晚年自稱潛園老人或潛園叟。是位經歷清領、日治、民國 3 個

朝代的跨時代人物。父詹色，母李密。父生前擔任保正，開布行、染布坊，

為地方士紳，住彰化市中正路中街仔。

28 張瑞和，《興賢吟社研究》，頁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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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舟自幼即入名漢學家黃倬其的小逸堂私塾就讀，聰穎好學，成績優

良，為他的漢學打下深厚基礎。12 歲入彰化公學校，後來考上台灣總督府醫

學校，畢業後在台中病院實習，大正 6 年（1917）回到永靖開設生春醫院。

詹作舟很有醫德，不必打針吃藥的病，絕不濫用針藥，遇孤苦貧困者則免

費，很為鄉民稱頌。

　　詹作舟的詩作，約從 20 歲至 90 歲有 70 年之久，剛好經歷了台灣文學新

舊論戰時期，他的作品正可反應出近代文學的傳統詩史，他在漢學（傳統文

學）上紮下深厚的基礎，又接受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文化，除了學西醫外，

也接受了西方思潮與教育，使他的視野更開闊，思想更新潮。

　　民國 39 年（1950）被誣告入獄監禁 90 日，在獄中渡過 60 歲生日。此事

使他越發憂國憂民，痛心到極點。惟時不我予，個性沉潛內斂，不愛出風頭

的詹作舟，只能把內心的苦悶，透過養菊吟詩以自娛，常有眾人皆醉、唯我

獨醒之憾，也因此留下許多不朽的作品。

　　黃溥造辭世後，詹作舟繼任興賢吟社社長，同年即出版《興賢吟社後百

期詩集》，民國 67 年（1978）出版《興賢吟社社課第三集》。民國 69 年

（1980）辭世，享年 90 歲。

林糊 29

　　別號鐵骨生，生於光緒 20 年（1894），彰化福興鄉三

汴頭人。早年就讀埔姜崙公學校，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

校，大正 5 年（1916）畢業。適逢中國革命運動興起，在

學時與蔣渭水等鼓吹民主思想，畢業後在嘉義醫院與溪湖

懸壺，以醫術服務社會，同時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大正 9

年（1920）冬，因為抗議日本警察蹂躪人權、凌辱父老，

在溪湖被拘禁 20 多天。大正 10 年（1921）在員林創設長

春醫院濟世。大正 11 年（1922）參加林獻堂、蔡培火、蔣

渭水等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大正 13 年（1924）台北師範

學校總罷課時，被舉為父兄代表向總督府交涉，使百名被拘留及除名的學

生，都能恢復上課。大正 14 年（1925）參加台灣文化協會，被推舉為中央委

員及員林支會部長，遭逢台灣青果社事件，被拘獄中，備受酷刑。昭和 3 年

29 趙水溝，《員林郡大觀》，頁 254-255。

圖 9-2-3　林糊

（取自《員林郡大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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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加入台灣民眾黨，昭和 10 年（1935）出任員林街協議會員，次年兼

任員林信用組合監事。

　　林糊的文學眼界不侷限於傳統，他雖為傳統詩社人物，卻在昭和 5 年

（1930）與賴和等人在台中成立台灣文藝聯盟，結合全台灣的文藝愛好者，

創辦《台灣文藝》雜誌，是台灣文壇轉進現代文學的的代表人物，有人稱之

為「新舊文學輪轉手」。

　　林糊是個富有愛心的人，他的悲天憫人，常在詩文中披露出來。昭和 10

年（1935）台中及新竹地區發生大地震，看到災民悽慘的情境，他寫下〈台

中新竹二州震災感作〉：30

破曉轟然激動來，嗚呼橫禍襲中台；住家數萬皆翻倒，人命三千付

劫灰。

財散親亡存亦慘，肉離骨碎死尤哀；傷心欲向蒼天問，善惡無分太

不該。

　　中日戰爭結束時，被推舉為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會長，任三民主義青年

團員林北斗區指導委員，榮任員林郡守、台中縣議員等職。民國 36 年

（1947）228 事件後被捕，當林糊被憲兵綁赴至台中火車站準備移送台北

時，他偷偷塞給媳婦一張紙，留詩以代替遺言：

眼看河水已流東，一船西去一船東，順遂風波各不同。

寄語順風船上客，明朝未必是東風。

　　為營救林糊，家人變賣了大筆地產，後來在友人力保

下才全身而退，但是從此家道中落，民眾在政治上亦有所

畏懼，鮮少再至長春醫院看病。民國 42 年（1953）任本鎮

衛生所主任。著有《診斷檢案鑑定書》、《醫界葫蘆》。民國

62 年（1973）辭世，享年 80 歲。

曾春泉

　　生於光緒 21 年（1895）1 月 15 日，彰化郡花壇庄白沙

30 張瑞和，《興賢吟社研究》，頁 138-139。

圖 9-2-4　曾春泉

（取自《員林郡

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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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人。自幼貧苦，但因稟賦聰穎，獲親友積極協助就學，公學校畢業後考入

台灣總督府專門醫學校，大正 7 年（1918）取得醫師資格，隔年來到員林街

開設保安堂醫院。

　　其人性格溫厚，兼之醫術精湛，有大國手之稱，曾獲得地方支持出任員

林街協議會員，為地方公共建設做出貢獻。

黃金榜

　　明治 30 年（1897）12 月 1 日生，北斗郡田尾庄人。大正 7 年（1918）

畢業於北斗公學校，先留校擔任訓導心得，同年辭職進入林本源製糖會社。

大正 15 年（1926）至本地開設五金行，昭和 6 年（1931）擔任員林商工會理

事，隔年獲選為地方自治聯盟本部評議員，昭和 10 年出任民選員林街協議會

員。為員林黃姓宗親會創立人之一，並擔任副會長。

于國楨

　　出生於清光緒 26 年（1900），北京市人，曾至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與

前總統蔣經國為同學。31 自俄返國後歷任黨、政、軍諸項要職，來台後任台

灣省政府視察主任、台中公所大員。民國 35 年（1946）至民國 39 年

（1950）之間，員林鎮為台中縣治所在地，于國楨奉派任第 4 任縣長職，於

民國 38 年（1949）來到員林。因曾患天花致滿臉麻子，人稱「貓仔縣長」。32

于國楨受左派教育影響，作風樸實親民，不喜官方排場文化，任職縣長期

間，平時騎腳踏車戴斗笠行於員林市街。他並未要求分配豪華的縣長官邸，

在三條里自行搭建竹管屋居住。〈台中縣故于國楨縣長紀念碑〉有如下記載：

降尊就卑略無慍色，蓋襟懷淡泊，以服務人民為主旨，官位大小非

所措意。性儉樸、啖粗糲、服布衣，為政主踐履，篤實愛護細民，

不畏巨室，常微服出巡，伍販夫走卒中，人莫之覺，或以公矯情，

不忤亦不改，行素自若也。33

　　于國楨十分關注農民的需求，早年在華北各省擔任黨職時即曾辦理農村

31 邱美都，《萬年火燒庄》，頁 170-172；張碧霞，《走入員林街仔》，頁 95-97。
32 張碧霞，《走入員林街仔》，頁 93-94。
33 此碑由八堡水利會於 1955 年 8 月設立於員林公園內東側，緊鄰育英路。2009 年邱美都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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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業，任內 2 大政績為土地改革和修建員林大排。他在執行土地改革政

策時十分嚴格，據口述資料顯示，他曾召開公民大會對不肯配合的地主施

壓。34

　　員林大排在日治時期僅修建完成鹿港至埔心段，由於本地的地下水位甚

高，夏季雨勢稍大便容易積患成災，以致於土壤含水量過高，農民必須花更

多勞力翻土堆高以便排除水分，十分辛苦。經民眾陳情後，于國楨擬定員林

大排延長計畫，以便降低周遭地下水位。此案經由于國楨、八堡水利委員會

主任委員李功垂及地方人士奔走推動，於民國 40 年（1951）重新動工，歷經

4 年完成，受惠土地面積高達 22,304 公頃。為感念于縣長對本地的貢獻，在

員林公園內設有〈台中縣故于國楨縣長紀念碑〉，台灣省建設廳水利局亦於埔

心鄉設立〈員林大排水工程記〉紀念碑：35

…迨本省光復後，省水利局即在員林設立工程處，按照原計劃賡續

進行其未完工程。以光復伊始，百政待舉，政府限於預算無法全力

協助；加以部份水利用地未能順利收購，屢興屢輟。卒經當時之台

中縣長于國楨、八堡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功垂及地方人士之多方

奔走，積極推動。於民國四十年起，次第由省府編列預算辦理，并

由美援對等基金及農復會之貸款，方使此一艱鉅偉大之人工排水渠

道得以順完成，至堪慶幸。

　　實施地方自治後，于國楨參加第 1 屆彰化縣長選舉，但未曾大張旗鼓奔

走競選，終以 3 萬 5 千多票落選，員林鎮有將近 5 千票投給他。當時外省人

口在彰化縣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卻能拿到近百分之十四的選票，十分難得，

可見其施政深得人心。民國 39 年 10 月卸任，改敘行政院參議，民國 41 年

（1952）4 月 18 日因心臟病猝逝，得年 53 歲。

謝如松、謝洪秀枝

　　謝如松生於明治 35 年（1902）2 月 19 日，其妻謝洪秀枝生於明治 38 年

（1905）7 月 21 日，均為南投郡草屯庄人。謝如松在大正 12 年（1923）畢

業於台中第一中學，隨後赴日留學，昭和 6 年（1931）畢業於東京慈惠醫科

34 張碧霞，《走入員林街仔》，頁 94。
35 地點為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 2 段 2 號民宅附近義民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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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隔年返台至本地開設慈生醫院。昭和 8 年（1933）任員林街第 2 區部

落振興會長，昭和 9 年（1934）任員林郡醫師會會長，昭和 10 年（1935）任

員林街方面委員。謝洪秀枝在大正 14 年（1925）畢業於彰化高等女學校，同

年赴日留學，昭和 6 年（1931）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隔年與丈夫

謝如松一同至本地開業，昭和 11 年任員林街女子教化委員。謝氏夫妻大力推

動社會教化及公共事業，尤其在公共衛生事務上提出許多建議，對本地有重

大貢獻。

詹國

　　明治 36 年（1903）2 月 1 日生，永靖庄人，幼年即隨

父詹德猷遷來本地。員林公學校畢業，隨後至台北就讀於

台灣商工學校商業科，畢業後回到本地經營肥皂及醬油事

業，昭和 2 年（1927）創設玉壺春製冰公司。昭和 7 年

（1932）出任官派員林街協議員，稍後擔任台灣製冰同業

組合評議員、員林信用組合理事及常務理事。實行地方自

治後，曾擔任第一屆鎮民代表會主席。詹國的漢學造詣深

厚，所做詩文頗受推崇。

劉益岳

　　明治 36 年（1903）3 月 5 日生，社頭人。大正 10 年（1921）聘為員林

郡役所雇員，大正 12 年（1923）年離職擔任員林罐詰公司專務理事，昭和 3

年（1928）與他人共同設立員彰自動車合資會社，另經營東寧商會，為本地

肥料業之規模最大者。昭和 9 年出任官派員林街協議員。

楊陶

　　明治 39 年（1906）12 月 18 日出生，溪湖人。大正 15 年（1926）起任

教職，昭和 5 年（1930）至本地開設清輝商會，從事燃料油販賣，曾任員林

商工會副會長、員林市制期成同盟會理事長。戰後協助國民政府接收，奉派

為員林街長，民國 35 年（1946）3 月經由鎮民代表會選舉為第 1 屆間接選舉

鎮長，旋即因當選省參議員而離職，遺缺由張清柳遞補當選。

圖 9-2-5　詹國

（取自《員林郡大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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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欉

　　明治 41 年（1908）9 月 10 日生，為芬園庄旺族子弟。台中第一中學校

畢業後即赴日留學，昭和 7 年（1932）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昭和 8 年

（1933）至本地開設蔡眼科醫院，因醫術深湛，深獲好評，其後人承續父

業，至今已懸壺 77 年之久，為本地醫療發展史之重要見證。

楊金豹 36

　　明治 42 年（西元 1909 年）生，彰化縣埔心鄉新

館村人，父親楊忠，母親彭攤，楊忠受過一些教育，

懂得經商之道，並鼓勵子女多唸書以擺脫小農戶的艱

苦生活。楊金豹在父親的栽培下考取了 6 年制的台中

師範學校演習科。畢業後獲得甲種教員資格，37 分派 

到彰化縣溪湖國小任教一年，即回舊館國小服務。課

外時間，擔任舊館地區社會教化委員，從事農村社會教育工作，晚間到各地

講習所指導文盲識字，宣導政令；除此之外，他還是青年團的團長，負責招

訓從公學校畢業後未再繼續升學的農村子弟。

　　昭和 16 年（1941），詹木生、黃興隆、顏克忠 3 人於台中州豐原郡豐原

街創辦豐島公司，製造再生膠。楊金豹與黃、顏 2 人有親戚關係，父親楊忠

亦為該公司股東，遂辭去 10 年的教職加入公司學習橡膠事業。

　　昭和 19 年（1944）起台灣開始遭受空襲，百業俱廢，楊金豹搬回員林定

居。次年戰爭結束，考慮到橡膠為戰後重建不可或缺的產業，便與顏克忠、

張湖共同籌設華豐輪胎，初期專門生產自行車內胎。

　　楊金豹在華豐期間把握機會前往日本學習新技術，時為民國 50 年

（1961），回國後因與另 2 位股東意見不合，遂離開華豐自行創業。民國 51

年（1962），當時楊金豹已 54 歲，於員林鎮設立建大工業公司。

　　由於建大的產品與自行車產業息息相關，公餘出任彰化縣自行車委員會

主任委員，同時擔任台灣橡膠公會常務監事逾 30 年之久，堪稱台灣橡膠工業

界之長青樹。建大工業經營十分成功，多次慷慨解囊回饋鄉里，民國 71 年

36 建大基金會提供資料；楊銀明口述，陳逸達採訪。
37 2 年制僅能取得丙種教員資格，3 年制則為乙種教師資格，只有甲種教師有機會升任公學

校校長。

圖 9-2-6　 楊金豹（楊銀

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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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曾捐 100 萬元給員林鎮公所在員林公園興建早覺亭。

　　楊金豹於民國 85 年（1996）辭世，享年 87 歲，其子女為了紀念父親，

設立建大文教基金會，繼續從事回饋社會的志業。

林朝業 38

　　大正 2 年（1913）出生於豐原，先後於豐原公學

校、基督教長榮中學、台中師範講習科、日本岡山黌中

學、日本九州齒科醫學專門學校就讀，取得九州齒科醫

學士學位。返台後於台灣總督府醫院齒科部（今台大醫

院）實習，隨後赴斗六開業，昭和 10 年（1935）至員林

開業。稍後協助林糊競選員林街協議員，這是他涉足政

治之始。昭和 16 年（1941）受員林街長吉滿敬勝之託成

立員林街藝能挺身隊，擔任隊長、編劇及演員，成效斐然，獲評為台中州第

1 名，與台北士林隊並列全台第 1 名。戰後曾經營中華戲院，繼續推動藝文

活動。

　　民國 34 年（1945），國民政府派楊陶擔任員林街長，楊陶請林朝業與張

清柳擔任助役，同年 12 月加入國民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即今救國團），任

台中分團員林區隊長。隔年改街為鎮，街長及助役改為鎮長及副鎮長，林氏

負責將員林街 36 保改編為 34 里，獲選為鎮民代表及中正里里長，兼任員林

義消隊長，同年 4 月楊陶離職，林氏亦辭去副鎮長職。民國 36 年 228 事件發

生時，擔任員林鎮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府軍隊赴台綏靖後，林氏等人

勸說張永利等青年隊解散成功，避免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

　　民國 39 年（1950）當選第 1 屆彰化縣議員，連任至第 3 屆，任期內促成

彰化地方法院設於本鎮、爭取設立縣立員林醫院。至澎湖考察時，見澎湖防

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學生境遇困苦，便建議縣議會協助該校遷來本鎮。民國

46-48 年（1957-1959）之間曾兼任彰化農田水利會管理組長，適逢 87 水災，

災後林氏積極推動重新整建東山排水系統。

　　民國 49 年（1960）1 月起擔任第 4、5 屆員林鎮鎮長，任內重要政績包

括主要道路柏油化、爭取設立僑信國民小學、協助設立中州工專、調整都市

38 賴昭呈編，《林朝業集》（員林：員林何醫院，2003）。張健信編，《林朝業傳》（未公開出

版）。

圖 9-2-7　林朝業

（取自《林朝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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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設立田中央工業區等。2 任屆滿離職後，於民國 57-71 年（1968-

1982）間擔任員林信用合作社理事。

　　林朝業熱衷體育活動，於九州就學期間曾加入橄欖球及拳擊校隊，在斗

六開業時曾組織當地青年學習拳擊，遷居本地後曾擔任員林庭球隊隊長、相

撲教練，戰後輔導員中及員農成立拳擊隊，多次擔任省運會拳擊裁判長之

職，曾率隊至菲律賓參加第 2 屆亞運會，於民國 37 年（1948）舉行第 1 屆天

爵盃、金木盃網球賽。任鎮長期間成立百果山健身會，民國 67 年（1978）發

動募捐整建四百崁登山步道，稍後成立百果山莊俱樂部，晚年則推廣槌球活

動。

　　林氏秉性正直剛毅，畢生關懷建設，為本鎮戰後發展過程的重要人物。

民國 98 年（2009）7 月 1 日辭世，享年 96 歲。

蔡淇茂、蔡阿田

　　蔡淇茂出生於大正 4 年（1915），

弟弟蔡阿田出生於大正 10 年（1921），

初居台中清水，蔡淇茂 13 歲於大秀公

學校畢業後開始學習木工技藝，18 歲

時與蔡阿田一起到和美創業，開設木器

加工廠，23 歲時遷至鹿港，除繼續製

作家具之外，亦開始生產木製自行車握

把及踏板。

　　由於員林在日治時期發展成為交通運輸重鎮，為便於取得原料及輸出產

品，兩兄弟於昭和 18 年（1943）搬來本鎮，民國 35 年（1946）創立「清秀

車行」，經營自行車零件批發生意，其事業規模涵蓋彰化、台中、南投、雲

林、嘉義等地，並組裝「清秀牌」自行車銷售。蔡阿田於民國 37 年（1948）

創立「大易車行」，自日本進口自行車零件、批發及組裝自行車，民國 44 年

（1955）年與友人共同承接總統府資政閻錫山創辦的「西北鏈條」事業（後

改為大同鏈條），且為南港輪胎在彰化、南投兩縣市之經銷商。蔡氏兩兄弟同

為台灣自行車工業重要開創者，相關事蹟可參閱本志經濟篇。

　　因應戰後台灣農村重建工作，民國 54 年（1965）起，蔡氏兄弟以恩主公

信仰結合 15 名股東創立「廣成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將事業版圖擴展到禽畜

飼料業，以「進財寶」為商標。當時台灣農村幾乎家家戶戶均飼養家禽家

圖 9-2-9　蔡阿田

（蔡政達提供）

圖 9-2-8　蔡淇茂

（蔡錦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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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廣成牌小包裝飼料恰好適合家戶需求，因此生意興隆，事業規模日益擴

大。39 蔡阿田曾擔任台灣區進口玉米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及台灣區飼料工業

同業公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多年，並於民國 67 年（1978）11 月擔任中華

民國第三次赴美特別採購團副團長。

　　蔡氏兄弟樂善好施，致力參與各項慈善活動，民國 58 年（1969）與本鎮

士紳共同創立員林扶輪社，蔡阿田於民國 61 年（1972）擔任第 3 屆社長，榮

獲保羅哈里斯之友獎，數次榮獲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之友獎，於民國 97 年

（2008）擔任保羅哈里斯之友主委，蔡淇茂於民國 65 年（1976）擔任員林扶

輪社第 7 屆社長。民國 76 年（1987）成立「財團法人廣成慈善事業基金

會」，兩年後於本鎮百果山設立「廣成老人安養中心」，收容全國各地清寒無

依老人，兩兄弟均曾獲頒全國好人好事代表，為企業回饋社會的楷模。

　　蔡淇茂於民國 85 年（1996）辭世，享年 82 歲，蔡阿田於民國 98 年

（2009）辭世，享年 90 歲。

附錄

一、人物年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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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出生年代 西元年代對照

施世榜 康熙 10 年 1671
張顯謨 康熙末年 －

曾拔萃 乾隆末年 －

邱　海 － －

邱萃英 道光 5 年 1825
黃孜業 咸豐元年 1851
林玉池 咸豐 10 年 1860
謝媽春 咸豐 11 年 1861
賴　永 同治 8 年 1869
江俊傑 同治 12 年 1873
張芳振 同治 13 年 1874
林天爵 光緒元年 1875
江秋陽 光緒 6 年 1880
施　榮 光緒 7 年 1881
張清華 光緒 10 年 1884
曹　芊 光緒 11 年 1885
李俊黨 光緒 11 年 1885
黃溥造 光緒 15 年 1889
黃美玉 光緒 15 年 1889
葉光前 光緒 16 年 1890
張海林 光緒 16 年 1890
詹作舟 光緒 17 年 1891
張清柳 光緒 18 年 40 1892
張春成 光緒 19 年 1893
魏錫清 光緒 19 年 1893
張清寅 光緒 19 年 1893
曹　盾 光緒 19 年 1893
賴　松 光緒 20 年 1894

39 蔡淇茂之子蔡錦祥、蔡阿田之子蔡政達口述，陳逸達採訪。
40 推測年份。

姓　名 出生年代 西元年代對照

林　糊 光緒 20 年 1894
曾春泉 光緒 21 年 1895
黃金榜 明治 30 年 1897
張　湖 明治 32 年 1899
于國楨 光緒 26 年 1900
江纘禹 明治 33 年 1900
許石頭 明治 34 年 1901
謝如松 明治 35 年 1902
曹火爐 明治 35 年 1902
詹　國 明治 36 年 1903
劉益岳 明治 36 年 1903
高有生 明治 36 年 1903
江慶森 明治 37 年 1904
謝洪秀枝 明治 38 年 1905
張良慶 明治 38 年 1905
楊　陶 明治 39 年 1906
江火社 明治 41 年 1908
蔡　欉 明治 41 年 1908
張銅水 明治 42 年 1909
張　達 明治 42 年 1909
楊金豹 明治 42 年 1909
柳金木 明治 43 年 1910
張清柳 明治 45 年 1912
林朝業 大正 2 年 1913
蔡淇茂 大正 4 年 1915
曹連美 大正 7 年 1918
蔡阿田 大正 10 年 1921
張献章 大正 14 年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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